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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网 9 月 2 3 日
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加快医学
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
指出，要大力发展高
职 护 理 专 业 教 育 ，
加大护理专业人才供
给。要加大全科医学
人才培养力度。加快
推进全科医生薪酬制
度改革，拓展全科医
生职业发展前景。

《意见》强调，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我国医学教育培
养的医务工作者发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但 同
时，面对疫情提出的
新挑战、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的新任务、世
界 医 学 发 展 的 新 要
求，我国医学教育还
存在人才培养结构亟
需优化、培养质量亟
待提高、医药创新能
力有待提升等问题。

《意见》要求，
全面优化医学人才培
养结构。

——要提升医学

专业学历教育层次。
严格控制高职(专科)
临床医学类专业招生
规模，大力发展高职
护理专业教育，加大
护理专业人才供给。
稳步发展本科临床医
学类、中医学类专业
教 育 ， 缩 减 临 床 医
学、中医学专业招生
规模过大的医学院校
招生计划。适度扩大
研究生招生规模，调
整研究生招生结构，
新增招生计划重点向
紧缺人才倾斜。坚持
以需定招，合理确定
招生结构和规模。高
校要结合人才需求和
教育资源状况，科学
合理设置医学院。

——要着力加强
医学学科建设。在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中，加大医学及相
关 学 科 建 设 布 局 和
支持力度。2020年临
床 医 学 博 士 专 业 学

位 授 权 单 位 均 须 设
置 麻 醉 、 感 染 、 重
症、儿科学科，大幅
度扩大麻醉、感染、
重症、儿科研究生招
生规模。优化学科结
构，2021年完成医学
二级学科目录编制调
整，将麻醉、感染、
重症学科纳入临床医
学指导性二级学科目
录并加大建设力度。
统筹研究医学相关一
级学科设置。修订临
床医学博士、硕士研
究生培养方案，加强
麻醉、感染、重症学
科研究生课程建设，
强化实践能力和科研
思维能力培养。在医
学领域新建一批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

——加大全科医
学人才培养力度。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行业
职业吸引力。逐步扩
大订单定向免费医学
生培养规模，中央财
政继续支持为中西部
乡镇卫生院培养本科
定向医学生，各地要
结合实际为村卫生室
和边远贫困地区乡镇
卫生院培养一批高职
定向医学生，加快培
养“小病善治、大病

善识、重病善转、慢
病善管”的防治结合
全科医学人才。系统
规划全科医学教学体
系，3年内推动医学
院校普遍成立全科医
学教学组织机构，加
强 面 向 全 体 医 学 生
的全科医学教育，建
设100个左右国家全
科 医 学 实 践 教 学 示
范基地，加强师资培
训。2021年起开展临
床医学(全科医学)博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培养工作，扩大临
床医学(全科医学)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规模。加快推进全
科 医 生 薪 酬 制 度 改
革，拓展全科医生职
业发展前景。

——加快高水平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提高公共卫
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
系中的定位，依托高
水平大学布局建设一
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
院。加强培养体系建
设，强化预防医学本
科 专 业 学 生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 加 强 医 学
院校与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传染病医院的
医教研合作，3年内
建设30个左右公共卫
生实训示范基地。将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
位培养计划作为公共
卫生研究生教育的主
体培养计划，创立发
展公共卫生博士专业
学位教育，开展多学
科背景下的公共卫生

高层次人才培养改革
试点。加大高层次专
业人才供给，将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相关
学科专业纳入“国家
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
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
划”支持范围，增加
专项研究生招生计划
数量，在“十四五”
期间持续扩大培养规
模。

——加快高层次
复 合 型 医 学 人 才 培
养。健全以职业需求
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
系，设置交叉学科，
促进医工、医理、医
文学科交叉融合。推
进“医学＋X”多学
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
拔尖人才培养；深化
基础医学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推进基础与
临床融通的整合式八
年制临床医学教育改
革，加大政策保障力
度，支持八年制医学
专业毕业生进入博士
后流动站；深化临床
药学高层次人才培养
改革；扩大学术型医
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规
模，开展医师科学家
培养改革试点。在“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计划2.0”中，强化
高端基础医学人才和
药学人才培养。加强
与国际高水平大学、
科 研 机 构 的 交 流 合
作，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的高层次拔尖创新
医学人才。

       国办：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结构
            加大护理专业人才供给


